
■发现

������拇指在手机屏幕上一划拉， 你
点击进入了这条小新闻所在的页
面。 留神， 你的大脑形状和功能，
很可能已经改变了。 随着智能手机
的普及， 大拇指打字发微信， 食指
和中指在屏幕上滑来扫去， 可能是
很多人每天最频繁的 “活动”。 瑞
士一项最新研究称， 经常使用智能
手机会在大脑处理触觉的部分留下
强烈 “印记”。

这是瑞士苏黎世大学的研究者
正在进行的一项研究 ， 他们用 10
天时间 ， 跟踪调查了 37 名志愿
者———其中 26 人使用触摸屏手机，
11 人使用配有固定按键的传统手
机 。 结果显示 ， 与没有使用触屏

技术的用户相比 ， 智能手机用户
与体感相关的脑皮质活动增强 ，
即处理手指触摸动作大脑区域的
活动增强。

这项研究成果被发布在 《当代
生物学》 上， 据研究负责人神经科
学家阿尔克·高希解释， “大脑具
有自行塑造的能力”， 触屏操作需
要进行复杂的动作组合， 这导致控
制拇指和指尖触感的大脑区域变得
更加活跃。 智能手机使用越频繁，
大脑体感皮层的活动越强烈， 而这
种频繁触摸的动作最终可能会重塑
大脑指挥手指工作的方式。 “我们
认为， 当代人大脑的皮质感觉处理
方式会被个人数字技术持续改变。”

我们正在用人类进化史上从未
有过的方式使用拇指和指尖。 在此
之前， 只有小提琴家这类经常使用
手指的人， 大脑相关区域才会比别
人更大一点， 而智能手机让每个勤
于滑动拇指的人都有了这个机会。

听起来倒像是某种进化 ， 那
么， 这种改变对人类是好是坏？ 高
希说， 可能不全是好消息， 因为硬
币还有另一面———有证据表明， 过
度使用智能手机可能与运动功能障
碍及慢性疼痛有关， 比如大拇指关
节疼。 也有研究人员认为， 频繁使
用智能手机可能导致记忆力下降、
注意力不集中等问题。

郭爽 林小春 张渺

������常见于婴儿奶瓶和包装的化学物质双
酚 A由于存在健康风险， 正被双酚 S 替代。
但美国 《国家科学院学报》 12 日刊载一项
新研究说， 双酚 S 可能同样存在毒性， 在
动物实验中会影响大脑发育， 导致多动。

当前市场上许多塑料制品都开始贴上
“不含双酚 A” 的标志， 宣称可放心安全
使用， 这些产品大多使用与双酚 A 化学
结构相似的化学物质双酚 S。 加拿大卡尔
加里大学的研究人员让斑马鱼分别接触了
双酚 A 和双酚 S。 斑马鱼约 80%的人类基
因可在斑马鱼中找到对应基因， 其发育过
程与人类相似。

结果表明， 类似于接触双酚 A， 接触
双酚 S 也会改变斑马鱼的大脑发育过程。
斑马鱼胚胎接触低剂量的双酚 S 后， 下丘
脑神经形成会增加 240%。 下丘脑涉及攻
击性与多动行为。 而实验中的低剂量还不
到人类可接受的日接触量的 1/1000。

领导研究的德博拉·库拉施指出，尽管
双酚 S 对人类胚胎大脑发育的影响尚需进
一步研究，但这一发现再次说明，孕妇需要
限制接触含双酚的物品。“不含双酚 A”的产
品并不一定比含有双酚 A 的产品更安全。

林小春

双酚 S 替代双酚 A
不一定会更安全

■健康新知

■好奇心

■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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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资讯

■ 16 日， 中科院遗传与发
育生物学研究所戴建武研究员
领导的团队和临床医学家合作，
在中国武警脑科医院， 完成了
世界首例使用神经再生胶原支
架结合间充质干细胞治疗脊髓
损伤手术。 这标志着世界最新
的治疗脊髓损伤的方法， 已从
动物实验进入临床研究阶段。

李大庆
■ 瑞士科学家最新研制出

一款名为“e-dura （电子硬脑
膜）” 的柔软且可延伸的植入设
备， 能与瘫痪实验鼠的脊髓直
接相连， 并在外部设备的帮助
下， 让其重新走路。 研究人员
表示， 最新设备有望被用来治
疗脊髓受损的病患， 最终帮助
瘫痪人士再次拥有运动能力。

陈丹
■ 11 日， 中科院微生物所

高福课题组研究人员证实 ，
H10N8 病毒并不像 H7N9 病毒
一样具备人源受体能力， 即
H10N8 目前不存在引发大流行
的潜在风险。 相关成果在线发
表于 《自然-通讯》 杂志。

赵广立
■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

心主任弗里登 13 日说， 美国埃
博拉疫苗的疫区临床测试有望
在 1 个月内展开。 弗里登预计，
一期临床测试将在 1 到 2 周内
结束， 如果一切顺利， 疫苗将
进入下一阶段的疫区测试。

韩梁

������一个国际研究小组日前发
现， 人类大脑中一种名为 “颞
不对称坑 （STAP）” 的脑沟是人
类独有的， 因为在其它灵长类
动物的大脑中都不具备这一结
构。 对该结构的研究将有助于
厘清人类进化线索， 更好地理
解人类大脑与其它灵长类动物
大脑的区别。

相关论文发表在美国《国家
科学院学报》上，文章描述了他
们是如何对各年龄段人们的大
脑进行扫描，并与其它灵长类动
物进行比较后发现的差异。 研究
人员认为，该发现有助于更好地
了解人类的进化过程。

医学科学家和医生们已经
知道 STAP 有一段时间了， 但一
直没有人知道它有多么独特。 这
种脑沟结构平均有 4.5 厘米长，
在大脑右半球的深度要大于左
半球的深度。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
会有这样的凹槽存在，但根据其
所在的位置，研究人员推断它们
可能与大脑通信相关。

为了更多了解 STAP，研究人
员对 177 位人类志愿者以及 73

只黑猩猩的大脑进行了扫描分
析，结果发现，这种凹槽存在于所
有人类的大脑当中， 但在黑猩猩
的大脑中却找不到任何踪迹。

该研究小组指出， 在大脑
右半球， 凹槽涉及面部识别和
动机判断以及感知他人。 左半
球， 凹槽则很明显地与语言表
达能力相关 。 研究人员发现 ，
STAP 在各个人群的大脑中都十
分明显， 无论是尚在子宫中的
胎儿， 还是已到耄耋之年的老
年人。 这说明这一凹槽应该是
人类的遗传特征。

研究人员判断， 这种遗传
特征或许能为我们这个物种在
沟通与社会认知以及认知能力
的发展等问题的认识上提供独
特的见解。 由于该特征不存在
于其它灵长类动物中， 这一发
现或许能告诉我们为何人类大
脑如此独特。 研究人员称， 他
们还将做进一步的研究， 以找
到导致凹槽出现的基因， 从而
帮助人们更好地弄清这一独特
结构及其功能。

王小龙

������一些女性常不遗余力地追
求长睫毛， 然而， 在整合及比
较生物学学会年会上的一项报
告称， 睫毛对保持眼睛湿润与
清洁非常重要， 但当睫毛过长
时， 它们却不能再善其事。

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的研
究人员测量了 22 种体形大小包
括从刺猬到长颈鹿的受保护哺
乳动物的睫毛长度和眼睛宽度。
在所有物种中， 睫毛长度大约
均是眼宽的 1/3， 这表明睫毛已
进化出一种与眼睛相对的特殊
尺寸。 研究人员随后制作了人
工眼， 并给装满水的铝帽贴上
了人造睫毛和其他材料， 然后
观察 “眼睛” 在一个小风洞中
的水分流失和颗粒物积累情况。

他们的报告称 ， 睫毛使蒸
发和颗粒沉降减少了 50%， 因
为它们在眼睛上方形成了一个
空气保护层。 但当睫毛过长时，
它们不再包裹空气， 而是让气
流形成漏斗形吹到眼睛上， 有
可能增加蒸发和颗粒物沉积。

冯丽妃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网站
日前登载的研究成果显示，眼神可能
是治愈部分顽劣“熊孩子”的妙方。

从事这项研究的罗谢勒·伦鲁特
教授介绍说， 大部分孩子在成长过
程中， 都会偶尔表现出一些带有攻
击性的行为， 如乱发脾气、 不遵守
规则、 以惹怒他人为乐等。 但少部
分孩子的这些顽劣行为可能愈演愈
烈， 逐渐演变成行为习惯。

伦鲁特分析说 ， 行为顽劣的
“熊孩子 ” 可以分为至少 2 种类
型———暴力型和冷酷型。 治疗暴力

型孩子， 可教导他们学习控制情绪
和行为的方法等 。 而对于冷酷型
“熊孩子”， 研究人员发现， 他们并
不是装酷， 而是确实不善于感觉到
他人的情绪变化。 出现这种情况的
重要原因是这些孩子不太注意人脸
上最能表达情绪的部分———眼睛 。
为此， 研究人员指导这类孩子观察
别人的眼神， 结果这些孩子辨别他
人情绪的能力显著提高。

伦鲁特认为， 眼神疗法有望成
为治疗冷酷型 “熊孩子” 的好办法。

新华

频繁使用智能手机会改变大脑


